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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周凯

化锡、辗轧、打胚……在丰都县南天湖镇
鹿山村刘勇金属加工厂，经过 10余道工序，
一块块沉重的锡锭被加工成一片片薄如蝉翼
的锡箔。这个占地仅600平方米的小型加工
厂看似不起眼，却带动了500多人就业，去年
实现产值约4500万元、支付工人工资近2000
万元。“锡箔加工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是就业大户。”在沿海省份从事锡箔加工
10多年的工厂负责人刘勇介绍，由锡箔与黄
纸压制而成的锡箔纸，是祭祀用品的主要原
材料，在东部沿海地区市场需求大。西部地
区劳动力成本低，加上镇政府招商引资，自己
2020年便返乡办起了加工厂。

刘勇的加工厂生产出来的锡箔，会先分

发给“社区工坊”加工成锡箔纸，再由刘勇统
一回购发往沿海地区。“生产锡箔是个技术
活，加工厂有 80多个技术工，月工资在 7000
元至 16000元之间。加工锡箔纸主要靠人
工，计件付费，我们有 7个‘社区工坊’，有约
500人为我们加工锡箔纸，他们的月工资在
1500元至4000元之间。”刘勇说。

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户籍人口约85万
人，约有 21万人在县外务工，是劳务输出大
县。丰都县就业和人才中心主任李万权介
绍，锡箔纸加工不限制时间、上手简单，近年
来丰都县大力承接沿海地区金属锡箔加工产
业转移，在闲置劳动力较为集中的社区建设

“社区工坊”，让群众就近就业。
在丰都县三合街道渝吉工艺品经营部

“社区工坊”，居民曾红缨娴熟地将一片锡箔

放在锡箔磨纸机上，再把一张黄纸叠放在锡
箔上，按动机器，一张锡箔纸便压制而成。

曾红缨的丈夫在外务工，自己在家照顾
读初中的女儿。她对记者说：“以前除了照顾
女儿，没啥事干。去年家旁边办起了‘社区工
坊’，我一般早上6点来干1个小时，然后回家
给女儿做饭，女儿上学后再来，很灵活。现在
既能照顾孩子，1个月还能挣 2000多元。”

这家“社区工坊”的负责人秦术坪告诉
记者，自己此前在东部地区从事锡箔加工，去
年返乡创业，开办了 1家锡箔加工厂和 2家

“社区工坊”，吸纳40多人就业，“在居民区建
‘社区工坊’得到政府就业奖励等政策支持，
群众可以就近就业，也为企业解决了劳动力
问题”。

除了在“社区工坊”集中加工，群众还可

以在家加工锡箔纸。在南天湖镇南天湖村，
村民黄娟一边经营着小超市，一边加工锡箔
纸，“锡箔、纸、磨纸机都是锡箔厂提供的，空
了就干这个，1个月能多1000多元的收入”。

南天湖镇党委书记周剑说，高山生态旅
游、果蔬种植是南天湖镇的主要产业，但淡旺
季比较明显，因此加工锡箔纸成了提高村民
收入的有效途径，镇里正规划扩大锡箔加工
产能，让更多村民在家就能增收。

目前，丰都县已有近 20家锡箔加工厂，
在10个乡镇（街道）建成“社区工坊”37家，让
300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李万权表示，丰都
县用好各类就业创业帮扶政策，以“点上回
引、链上帮扶、面上复制”的方式，壮大锡箔加
工业、招引人工睫毛生产等特色产业，积极建
设更多提供灵活就业的“社区工坊”。

□ 渝中报记者 徐潇

鲁祖庙传统风貌区华丽变身、新生焕发，
妙街庙市共生、精巧热闹，西泠书房艺术综合
体书香四溢、妙趣十足……渝中作为重庆“母
城”，历史建筑与现代高楼中，藏着无数令人
惊喜的角落。

近年来，渝中抢抓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
点机遇，一体化推进“投融建管运”，全路径实
施“留改拆增升”，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
实举措、更优标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后推
出了“一梯一道两巷两厂”（十八梯、解放碑—
朝天门绿色金融大道、戴家巷、山城巷、印制
一厂、印制二厂）等典型案例，全方位提升城
市品质、城市功能和城市能级。

人文历史融入城市脉络
历史建筑华丽变身

毗邻重庆城市“最核心”解放碑，如今的
鲁祖庙传统风貌区青砖黛瓦，建筑风格古朴，
面貌焕然一新。目前，鲁祖庙传统风貌区正
有序推进复建建筑和保护性修缮建筑施工，
预计将于今年实现全面完工。

历史建筑是城市文化的载体，是城市
“活的记忆”。2021年底，渝中正式启动鲁祖
庙片区改造项目建设，以重庆康翔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计划保护性修缮和
复建建筑 14栋，建设内容包括建筑修缮加
固、管网改造、环境整治、夜景灯饰和导视系
统等。

如何保护传承好鲁祖庙的历史建筑和
文化？

渝中秉承“整旧如故”的修缮原则，力求

呈现原汁原味的山城老味道。针对老旧建
筑、历史街巷能保尽保，最大化保留街区历
史底蕴、街巷格局、景观特征；针对不同建筑
留存情况，分别采取保护修缮、风貌更新、整
治改造、应当拆除等措施更新改造；针对鲁
祖庙核心保护范围内，严控建筑高度，保证
风貌性重建和改建建筑不得超过原有街坊
高度。

“品质提升后的鲁祖庙传统风貌区将根
据鲁祖庙的历史来对它的业态进行匹配，呈
现出更多文艺范、年轻化风格。”重庆康翔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招商中心负责人程慰介绍，
他们将引入商家打造游逛式书店。同时，还
计划开设餐酒、烘焙、咖啡店等，为年轻人打
造更多新的社交场所。

渝中区住房城市建委城市提升科科长唐
柏君进一步介绍，渝中以片区统筹思维，大力
推动重庆长滨、大国际村等项目持续放量，有
序推动马鞍山东区、大田湾体育场周边等项
目完工，持续实施中山二路二期等230万平方
米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这批具有整体代表性、
区域引领性、投资带动性的城市更新项目，将
重现更多城市记忆、历史遗迹。

个性特色激发商业潜力
后街经济走向“台前”

如果说历史建筑描绘城市的底色，那么
后街就是妆点城市的亮色。与大商圈、步行
街不同，后街更凸显小而精致，更具个性化和
特色化。

妙街，即是如此。作为渝中重点发展的
潜力后街，“妙街”位于解放碑步行街与罗汉
寺之间。在妙街周围，罗汉寺内香火鼎盛、殿

阁宏伟，步行街中烟火飘然、楼厦林立，一边
是佛门清净地，一边是市井繁华处，形成了庙
市共生的奇妙景象。

“打造‘重庆首个庙市共生文化街区’，妙
街进行了诸多尝试。”渝中区商务委副主任朱
玲艳介绍，“我们巧取‘十八罗汉’文化，每一
个商家都根据其自身业态属性和主理人个
性，衍生出新‘十八罗汉’名，输出治愈系生活
方式，传递小街独有的魅力。”

如今，妙街以罗汉寺 IP为切入口，将人
文、生活、城市记忆与商业完美融合，用情绪
文化直击当代青年灵魂，已成为都市之中“青
年修行地”。

人们常将主街比作“主动脉”，将后街比
作“毛细血管”。在渝中，“毛细血管”的丰富
程度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

朱玲艳介绍，渝中依托后街支巷特色，承
接商圈人流溢出效应，大力发展后街经济，除
了推出罗汉寺妙街等后街经济的标杆项目
外，还策划了渝中十大潜力街巷等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渝中的“后街 IP”，既有统
一的文化基调，又注重打造消费的多样性、差
异性。棉花街以历史上水运装卸棉花而得
名，这里的定位是“文创时尚创意街区”；枇杷
山正街—枇杷山后街是前往一厂影视园的必
经之路，这里的定位是“文化影视双地标街
区”。不同街区，讲述不同的故事，重庆正在
城市更新中，凸显多样性，提升辨识度，激发
后街潜力。

文化资源叠加丰富业态
城市书房延续文脉

作为重庆“母城”，渝中拥有十分完整富

集的历史文脉、文化资源。
近年来，渝中大力传承历史文脉，持续将

人文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
文化新业态，努力让优秀历史文化活在当下、
服务当代。

重庆·西泠书房艺术综合体，坐落于重庆
白象街。其前身是有“天下第一名社”盛誉的
西泠印社。该社成立于1904年，是海内外研
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
的艺术团体。

2021年 5月，重庆长嘉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在重庆白象街落子首个“西泠书房艺术综
合体”项目，将优质文化资源与多元活动有
机结合，进一步丰富城市人文书房业态，打
造城市书房消费新场景，开创城市书房运营
新模式。

如今，作为渝中最美公共文化空间之一，
西泠书房既有休闲书房，集茶艺、品香和商务
会谈为一体，还有多功能艺术厅，以宋人四般
闲事“喝茶、焚香、插花、挂画”为载体，更开放
了美术馆业态，主要开展艺术展览、艺术创
作、学术研究、文化沙龙等。

“如今，我们挖掘文化新业态，致力于推
广研学之旅与演艺文化。”重庆长嘉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仁进告诉记者，西泠书
房已陆续开展专为亲子家庭打造的传统文
化手作课程及系列研学活动，还积极举办各
类戏剧等演出活动，进一步延续母城文脉，
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丰富市民、游客的精神
生活。

渝中：高品质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让城市颜值更靓 消费需求更旺 居民生活更美

□ 沙坪坝报记者 裴梓臣

“好！这个好！”日前，看着才挂上磁器口古镇某店铺
门口的“流动公平秤”授牌，市民张毅齐不禁为这一举措
叫好。这是“流动公平秤”上岗第一天收获的首个好评。

上午的磁器口古镇，人流还未达到高峰，沙坪坝区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黄燕就和局里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到古
镇门口的某商家，为第一批上岗的“流动公平秤”挂上“工
牌”。从这一块“工牌”开始，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将陆续
为全区50余个商家挂上“流动公平秤”标识，聘请他们为
全区广大消费者“主持正义”。

黄燕介绍，本次“聘请”的50台“流动公平秤”，主要集
中在无主办方集贸市场、展销会、夜市等场所，这些场所人
流集中，消费者对“公平秤”的需求相对较大。“流动公平
秤”的设置将有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诚信经营、提升
市场监管效率、增强社会共治、预防和减少计量纠纷、提高
计量准确性，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促进市场环境的优化。

“为聘请这些‘公平秤’，事前，我们还专门制定了《流
动公平秤管理制度》，综合考虑了信誉度、美誉度等多个
方面内容，最终选取50家商铺的秤作为‘流动公平秤’。”
黄燕说，接下来，他们将严格要求各监管所管理好、维护
好、使用好“流动公平秤”，让公平秤朝投诉多的地方流
动，朝消费者需求多的地方流动，朝流动商户集中的地方
流动，营造一个诚信、公平、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吸引更
多的消费者，促进市场的繁荣。

同样对“流动公平秤”充满期待的，还有公平秤所在
的商家。磁器口古镇某著名食品经营企业总经理助理黄
海就表示，“流动公平秤”的设置，不仅是对企业诚信经营
的肯定，更是对他们自身的一个鞭策。他们将继续保持
诚信经营的理念，努力为广大消费者创造公平交易的良
好市场秩序，真正让百姓买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相信，
未来，大家都会因为‘流动公平秤’的到来而受益。”

丰都：打造“社区工坊”让特色产业带动就近就业

沙坪坝

首批“流动公平秤”上岗

连日来，巴南区圣灯山镇滩子口村种植的铁皮石斛进
入盛花期，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烘烤石斛花供应市场。

据了解，滩子口村今年累计种植石斛面积达800亩，
石斛花、石斛枝条等年产量预计达7000公斤，综合产值
将达700万元。近年来，该村不断拓展林下经济、休闲旅
游业、特色中药材种植加工业等产业发展空间，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巴南日报记者 李攀 田春尧 摄

巴南

800亩石斛绽放“美丽经济”


